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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有燭光 
黃照達  
天愈黑，燭光愈亮



忘不了三十四年前
失去丈夫的那夜

張景利  六四死難者劉永良的遺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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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敬的朋友們：

我是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張景利，今天
我代表天安門母親群體發言。

發生在首都北京的「六四」 慘案已經過去
��年了，現在想起來依然歷歷在目，我
丈夫劉永良就是在這次慘案中被無辜
槍殺的。 當時他才��歲，因為他是獨自去
天安門，我在家裡等了一夜也沒見到他
回來，看不見他的人，我心裡非常著急，
誰也沒有想到一場悲劇性的災難，會降臨
在我們身上，會發生這樣痛苦的事情。

後來，因為他身上有工作證，單位接到  
通知，然後派人到家來通知了我，得到  

我相信公道自在人間

三十四年過去了，直到現在我仍然不能
理解，在這和平年代有什麼事情一定要
使用全副武裝的軍人、坦克真槍實彈，在
北京街頭、在天安門廣場，向手無寸鐵的
學生和市民開槍才能解決嗎？

作為一個死難者親屬，我相信公道自在
人間，「六四」慘案一定得到公平、公正地
解決。 我們死去的親人不能白死，他們是
無辜的，他們是有父母、有兒女的，他們
是條鮮活的生命，他們的死給家人帶來
精神上、心靈上的打擊是無法用語言來
表達的。

他被槍殺死亡的消息後，我如同晴天霹靂
一般，頭暈目眩、心如刀絞。我的兒子當年
才一歲半呀，這叫我們母子怎麼活！我  
完全崩潰了，我不知道怎麼面對這樣殘
酷的事實。在那一段時間，我每天以淚  
洗 面，吃 不 好 飯、睡 不 好 覺，一 度 得 了
抑 鬱 症。還 好 在 父 母 和 姐 妹 的 支 撐 和
説明，使我渡過了這一難關，我們共同  
撫 養 我 的 兒 子，把 生 活 繼 續 下 去。

在這漫長的三十餘年中，生活上的困難
我都可以忍受承擔，心中的苦卻沒有地方
申訴，精神上的痛苦一直伴隨著我。

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，每一個活著的和
去世的成員都有一個共同的心願，要求
政府就當年的屠城慘案給難屬一個交代。

我 們 提 出 的 三 項 訴 求 給 予 解 決：公 布   
「六四」慘案的真相、對於難屬給予應有
的賠償、對當年責任者就屠城慘案追究
法律責任。

還我們做人的尊嚴！
還我們公道與正義！

感謝朋友們尊重生命、熱愛和平、制止  
殺戮的信念與堅守！ 

文章來源：天安門母親

六四死難者劉永良



今年是六四國殤��周年，「六四舞台」於
台灣出版 《�月��日•創作•記憶•抗爭》 。 
顧名思義，本書關於����年製作的舞台
劇「�月��日」 。

故事講述一對八十歲老人家阿大和小林，
一步步邁向衰病和死亡。兩夫婦唯一的
兒子哲哲三十年前死於不自然，許多事
情到今日還沒有問出個明白來。小林期
待從苦苦問責的歲月中解脫，相反一直
膽小的阿大越想越不忿，以前顧著二人
的晚年才不去抗爭，現在連老伴也快將
離去，他還有什麼要害怕的？如是，他倆
定下偉大的目標：在�月��日當天，要堂堂
正正去拜祭兒子⸺在不正常國家的陽光
底下，做正常的事也是不合法的 。

將爭取公義的觀眾，用藝術和戲劇連繫
起來。

本書亦有記憶和抗爭兩個部分，記錄了 
「 � 月 � � 日 」的 創 作 及 演 出 的 歷 程，由
� � � � 年 開 始 籌 備，� � � � 首 演 及 重 演、
����年全新班底製作庚子版的網上串流
放映，到����年網上讀劇，還有關於作品
大 量 的 訪 問，報 道 和 評 論。這 些 記 憶，   
映照出香港人如何以創造力和生命力，
在艱難的路上堅持追尋公義。

透過這齣「六四舞台」最後在香港公開 
演出的劇目，呈現香港在過去三十多年
來作為悼念六四的重要地標。自八九民運
以來，香港人從不缺席，也成就了香港本土

自行解散。我們刪除了網站，隱蔽掉臉書
專頁。隨著不少香港新聞機構停止運作，
大部分有關「六四舞台」過去演出的新聞
報道、評論等，在網上已無影無蹤了。我們
見證香港的民主自由和公民社會，如何
因國安法受打壓而消亡，創作自由及言論
自由如何遭到扼殺。

本書的出版，集結大量朋友的心血，包括
原著編劇、翻譯者、編輯、兩個劇組成員、
大量具實名的訪問報道記者、評論文章
作者、劇照攝影師、畫家，插畫家，以及過
去參與過六四舞台製作的藝術工作者
等等，我感激他們的無私貢獻，特別在風雨
飄搖的日子，仍然擇善固執，為蒼生說話。

「我們就去衝擊，這條不正常的底線。」
阿大說。

「老伴，我終於覺得你愛我了。」小林說 。
相約在�月��日，來個光明正大的紀念 。

記錄與抗爭

《�月��日•創作•記憶•抗爭》書寫出
創作、記憶、抗爭三個部分。創作部分是
主體，收錄由香港著名編劇莊梅岩得獎
原著粵語劇本，以及國語、英語翻譯劇本。
這出色的劇本，不可能在香港重演。要讓
作品流傳下去的唯一方法，就是要排除
萬難地演下去。透過出版翻譯劇本，有利
世界不同地區不同語言的劇團搬演，

政治運動的重要脈絡，塑造香港人在當代
中國扮演的重要角色。也因著香港的特殊
地位，曾經享有資訊流通的自由、言論、
出版及創作自由的百花齊放，香港人曾經
可以發表不同題材的藝術作品，從中認識
人性的光明與陰暗，在反思和質疑中，  
發現真善美。 

我們沒有倒下

����年，我們籌備《�月��日》庚子版演出
的期間，中央硬推國安法，踐踏一國兩制，
收窄我們的自由。作為創作團隊，怎會沒有
恐懼？但是至少我們堅守到最後一刻，  
沒 有 出 賣 靈 魂 沒 有 歌 頌 極 權。在 失 去     
免於恐懼的自由下，六四舞台在����年

我誠意向各位讀者推介《�月��日•創作
•記憶•抗爭》，延續藝術的感染力和
劇場的生命力。儘管你不再見到維園燭光
的海洋，也不可能在圖書館借這本書，  
但 你 仍 然 可 在 你 能 力 可 及 作 行 動，買
一 本 書、穿 一 件 衫、或 點 一 盞 燈，悼 念
我 們 曾 經 有 過 的 悼 念 自 由。雖 然 微 不
足道，但仍然是一種記憶與遺忘的鬥爭。

疾風知勁草，我們沒有倒下，讓我們和她、
他和他們笑到最後。

風起了，會讓爭取民主自由的風箏飛得
更遠，種子會散落在你家的花園，開出
自由花。

以記錄悼念 抵抗遺忘

繼續記錄   取代遺忘  六四三十四周年

列明慧  六四舞台主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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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續講太古橋 的故事
張銳輝   ����年香港大學學生會太古堂宿生會主席

行禮如儀，是好多年來批評維園燭光集會
者的其中一個批評。

今年六四，將會是維園沒有燭光的第三個
晚上，人民遺忘，是極權最希望見到的。

就讓我們行禮如儀：每一年至少在這一天，
重溫我們所知道的八九六四故事，拒絕
遺忘。

就讓我繼續講太古橋的故事。

����年�月�日下午，星期日的深水埗
匹 頭舖街頭，我和另一位宿生會的幹事
想買些黑布，為昨天晚上到今天在北京
死去的學生市民寫張輓聯。但假日許多

輓 聯 只 高 掛 半 天 即 不 敵 疾 風，白 字 則
留存太古橋上三十二載，見證風雨。

每年六四前的重漆太古橋輓聯，就成為
港大學生悼念六四的一次「行禮如儀」  
集體記憶。

輓聯歷盡風雨

����年�月��日，香港大學委派工程公司
擦走太古橋上六四輓聯，及後有港大校
友自發回校與學生重漆輓聯，校方未再
即時阻止。稍後，港大學生會��月��日舉行  

「 太 古 橋 悼 念 六 四 屠 城 標 語 討 論 會 」，
當 時港大校長鄭耀宗出席，向學生解釋
擦走標語的原因，表示港大從未容許學生

當然三十多年來，仍偶然會有親共者的
破壞，例如����年就發生過有人向輓聯
潑上紅油，不過學生們很快就發起重漆
輓聯，讓其回復舊觀。

洗不走記憶

����年�月��日，港大校方派工人將太古橋
行人路圍上圍板，被傳媒問及原因只推道
是 行 人 路 定 期 維 修。及 至 � 月 � 日 圍 板
拆 去，橋上六四輓聯已經消失，新鋪的  
行人路四周被花槽二次圍封，像在試圖
掩飾困窘的醜態。

洗得走實物，洗不走記憶。對抗暴政，就要
對抗遺忘。

店都關門休息，終於找到一間仍開門的，
老闆打量了一下我們這兩個一身黑衣的
年輕人，大概想到我們買黑布的用途，
二話不說拿了大大的一匹。當問老闆要
多 少 錢 時，他 只 揮 一 揮 手 說：不 用 了。

既然得到這樣長的黑布匹，不如就掛一對
輓聯於太古堂外。細看布匹，足有六七  
層樓長，舍堂內根本沒有足夠地方鋪寫，
於 是，就 在 當 天 深 夜，把 長 長 的 黑 布，
鋪 在 太 古 堂 外 的 天 橋 上（ 當 時 仍 未 有
太 古 橋 這個叫法），由精於書法的堂友 
鉤出字型，再由數十熱心堂友一同以白漆
填滿。黑布輓聯完成的同時，二十個大字
亦同時印在橋上。

於學校財物上寫字，該句標語的存在實
違反學校的規則。同場有學生質疑擦去
六四標語與��香港回歸有關，鄭耀宗則
以自己對政治沒有興趣作回應。最後在
社會各界輿論的關注下，港大校方未有
再抹去太古橋上的輓聯。

三十二年來，太古橋曾經歷翻新、重鋪，
甚至橋面縮短，但每一次，標語還是被  
還原了，例如後來「冷血屠」三字已不再
在橋上，而是在重鋪的行人路上。我自己
就曾經親眼目睹維修工人，在重鋪路面
後在填補字跡，由此可見，大學一直都  
默許太古橋輓聯的存在。

就讓港大學生及至世人繼續知道太古橋
上的六四輓聯，自����年�月�日開始
存 留過三十二年多，終有一天我們要在
太古橋上重漆上那二十大字：

冷血屠城 烈士英魂不朽
誓殲豺狼 民主星火不滅

寫於����年�月��日

（��年前香港���萬人大遊行、全球華人
大遊行的一天）



繼續記錄   取代遺忘  六四三十四周年

六四在

占士  前支聯會義工

不
可
或
缺
的
一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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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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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園看到的風景

我曾是支聯會的義工。與其說是支聯會的
義工，不如說是協助全港市民繼續悼念六四
屠城慘劇的義工。

一九八九年，北京發生一場反貪腐、反官倒
的大型民主運動，香港人心繫天安門廣場，
各方聲援他們，希望中國走上民主的道路，
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因此  
成立。奈何政權選擇血腥鎮壓，坦克開進  
天安門廣場，香港市民由熱血聲援轉為驚訝、
傷心、失落，支聯會自此每年舉行燭光悼念
集會，香港人每年悼念，撫慰哀痛，向犧牲
的在天之靈致意。

一點一滴的參與

每年燭光集會，我擔任過不同的角色，遇到
不少前來參與的人，他們帶著不同的心情
來，自發做不同的事：

�）燭光集會前幾天，義工開始在維多利亞
公園佈置場地，除了主台外，也把歷年的
標語、天安門圖片大型橫額，以及北京民運
和六四屠城的歷史展覽掛在旁邊的圍欄。
每年總有不少人駐足觀看，有經過順便看
看，也有特地來看。他們說，六四當晚來，  
沒有機會細看，所以決定早一天來。

�）主台旁的秘書處帳篷，除了放置物資外，
也是製作燭光紙杯的場地。支聯會派的紙杯，
杯底的那些洞，就是在這裡靠義工用人手
剪出來。這個工場，人數時多時少，有市民
經過，看了攤位擺放的刊物和單張，看到  
義工在剪紙杯，也坐下來仗義相助一齊剪。

�）燭光集會當天的下午，支聯會都在維園
舉行座談會，人數相對晚上的集會差很遠，
但總有人誠心來參與，聽座上的嘉賓講中國
民主的前景，香港人可以做什麼。他們有些
踴躍發言，有些靜默聆聽，風雨不改。

�）下午四、五點，台前已經有人坐下，進佔
最前排的位置。有人在場中間的人民英雄

紀念碑獻花或致意。有哀傷、有尊重、有嚴肅，
有父母帶子女來講解。不同傳媒的記者在
這裡，訪問前來的人有什麼感受。

�）傍晚時分，有學生來維園，有些是老師 
帶來，有些是自發三五成群來，有些是自己
一個人來。����年他們還未出生，都抱著 
好 奇 的 心，四 處 觀 察、拍 照，也 有 駐 足 看    
攤位的刊物和展覽。

�）我曾負責支聯會的籌款車，由下午在噴水池
擺攤位到集會結束。晚上六點，人潮開始  
湧至。在銅鑼灣一邊出口，記利佐治街和  
告士打道天橋交界過路處，由十幾人等交通燈
過馬路進入維園，到幾十至一百人需要警察
人群控制，到記利佐治街因太多人封路，再
到告士打道封路，然後眼前就全是人。不同
人在不同時段來，看到的過路處都是不同
的風景。

�）不少人進入維園時，都投錢進支聯會
錢 箱。有些人希望取場刊，有些人希望買  
民主女神像，有些人希望買最新的紀念品，
有些人什麼也不要，只多謝支聯會，希望  
支聯會可以把燭光集會辦下去。有些人小心
翼翼把一疊厚厚的鈔票拿出來，急步走來
投 一 小 疊 進 我 管 理 的 錢 箱，再 急 步 走 去    
投一小疊進旁邊其他團體的錢箱，然後再
走到後面再投一小疊進下一個支聯會的  
錢箱，直至手上的錢投完才進會場。

�）燭光集會晚上八時開始。還記得有一年，
集 會 開 始 後 不 久 下 起 滂 沱 大 雨，我 站 在
噴水池的籌款攤位，趕緊穿上雨衣，用膠袋
包住錢箱的入錢口，然後找有蓋地方避雨。
原 本 響 亮 的 大 會 音 響 失 靈，維 園 只 聽 到
大雨聲。看到遠處維園糖街入口，人潮從
維 園 湧 出 到 銅 鑼 灣 避 雨。以 為 集 會 提 早
結束，誰知雨勢一減，人潮隨即從糖街反
方向湧回維園，堅持繼續集會。

�）燭光集會結束，並非悼念真正結束。除了

不 少 人 提 過 的   
全民刮燭淚保持
維園足球場清潔
外，健壯一點的人
幫 忙 將 場 內 甚 重
的鐵欄一個一個搬到
場邊外。有好幾年，學聯
或學民思潮等學生團體
都曾在足球場中心舉行
自發討論會，進行在大型
集會無法進行的深入討論
，批評支聯會做得不足也
好，勉勵香港人再做多點
也好，都是鞭策香港人繼
續堅持走下去的力量。

以上這些事，
當中有你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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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兆彬  前油尖旺區議員、前支聯會義工不
可
或
缺
的
一
部
分

悼
六
四

離
散
港
人
民
運

不知不覺，又到六月。最近觀賞����年
舞台劇《�月��日》錄影版，其中一句對白
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。劇中一位
死 難 者 家 屬 說：「 從 那 時 開 始，我 們 的
人生已經無法恢復正常。」

我頓時聯想起����年反送中運動、����
年「國安大法」實施後，無數抗爭者身陷
囹 圄，中共撲滅香港一切民主火種……
從那時開始，香港人的人生已經無法恢復

「正常」。六四是中共最醜惡的事件，����
年的屠夫在��年後再壓制香港，這是清清
楚楚的事實。離開香港的時候，港人或許
帶著傷感、不安、恐懼、仇恨、憤怒的複雜
情緒，而這份情感卻推動著我們往後的
人生。

跑馬地馬場的「民主歌聲獻中華」；過百
萬人到中環遊行集會；部分港人親身到
北京支援學運；大陸民運人士經「黃雀行
動」逃到香港……

北 京 的 民 運，深 深 烙 印 在 香 港 人 的
記 憶 中；維園燭光啟蒙了一代又一代的
香港人參與本土社運。香港人之所以擁抱
民 主 自 由 普 世 價 值，跟 每 年 六 四 悼 念
活 動 有 密 切 關 係。離 散 港 人 若 要 繼 續
建 構香港人身分認同，亦不能迴避六四
的影響。要光復香港，不能迴避中國地緣
政治因素。

港人的歷史任務

海外悼念意義何在？

在地理上的香港，今時今日難以再公開
悼念六四，但我相信只要有香港人，那裡
就是「香港」。北京的民主火種，已經在  
香港保留了��多年，隨著港人移民潮，  
再與香港本土民運的火種一起，漂流到
世界各地。但有人可能會問：海外港人  
悼念六四死難者，究竟有何意義？是出於
香港人身分認同？還是所謂 「大中華
情意結」？

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，必須搞清楚一個
歷史事實：香港人是八九民運的參與者，
而不是旁觀者。����年，五十萬人參加 

客觀來說，如果離散港人都不再舉辦六四
悼念活動，世界上就只剩下很少人公開
悼念六四，六四議題便會漸漸被遺忘。  
因此，香港人承擔著守護六四記憶的歷史
任務，離散港人更承擔著繼續公開悼念
六四、控訴中共的歷史責任。

��年前中共殺害示威者，今日中共威權
向全球擴張，例如設立海外警署、以手機
程式竊取個人資料、台海局勢緊張……
離散港人更要以燭光，向全世界展現抵抗
暴政的信念，悼念六四抗爭者，亦是提醒
全球各國政府警惕中共暴政。

歷史選中了香港人，這是我們的命運。



人民不會忘記：
��後

  

一名曾任支聯會義工的香港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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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人民不會忘記」⸺支聯會悼念「六四」
三十周年的「六四tee」上，印上如此一句。
當日穿上時，在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的 
大台上，凝視一片被指是三十年來「行禮
如 儀 」的 燭 海。在「 反 送 中，撤 惡 法 」的
口號下，絕難想到多年來，這片曾經照亮
過天安門難屬尋求正義的艱難路程的
景象，幾無可能再現。

「坦克碌豬」已經是最喪盡天良的論調， 
但從無對香港最終落得與大陸同一下場
有過絲毫樂觀。在「六四」已經成為禁忌的
香港，當年的經歷有以下幾點值得一記：

�）中三的中史課程包含現代中國，教科書
中提到改革開放、四個現代化，但對「六四」
的 描 述 只 有 一 句。老 師 說 到 中 國 四 個

翌 日，有 老 師 在 堂 上 不 點 名 指，「 我 們
是 否要對��年前的事這麼執著？」然後 
重複提到中國今日繁榮富強之論調。正當
要反駁之際，下課鐘聲響起，老師離開。
到如今仍然遺憾當年未能直斥其非，對方
事隔��年，今日已經貴為校長。當然，如今
香港大小圖書館遭清洗下，上述書本應已
凶多吉少。

我生於����年之後，對八九民運、「六四」
並無第一身的經歷，認知全部從家人、  網
上資訊、圖書得來。對六四最早的記憶，
是家人帶同參與����年「大限」前最後一
次的愛國民主大遊行⸺「平反六四，跨
越九七」的口號如今仍未忘記，是對年紀
尚小的自己，拒絕遺忘的第一課。

過往經歷今日已成禁忌

到了����年，社會普遍對悼念「六四」
仍然沒有太大爭議，當時以為「放下包袱」、

現代化之外，其實還要有第五個現代化，
問同學知否為何。班上一片寂靜，老師  
最 後 講 出：「 民 主 」。教 師 脫 離 教 科 書，
實 事求是與學生探討普世價值，如發生
在現在，老師大概要背上政治風險。

�）讀預科時正值北京奧運熱潮。當年被
抽中要從學校圖書館選一本書，在周會
介紹。我找到一本��年代初出版、名為

《血染的風采》的香港記者採訪八九民運
實 錄，於 是 就 在 周 會 講 述 八 九 民 運、   

「六四」屠殺的歷史。

�）支聯會從����年起，有幾年在「六四」
前，於維園足球場舉辦「廣場的日與夜」
學生營，對象為中學生。記得不少同學凌晨
仍然不睡，與擔任組長的大學生們討論
歷史、香港政治情況。當中有人後來成為
記者、參選議員。

回顧過去的多種經歷，如今已成禁忌。  
但原來過往的種種，都是我們一直與遺忘
抗衡的第一身經歷。聽從良心、拒絕遺忘，
要屠夫政權承擔責任，將是我輩畢生之
志事。

的「六四」二三事

2012年的「廣場的日與夜」學生營，
迎來6月4日的晨曦。

2019年「六四」悼念集會上，歌手黃耀明
唱出達明一派為「六四」三十周年所作的
紀念歌曲《回憶有罪》。

2019年「六四」悼念集會後，
熱心市民剷去地上燭淚。此後此畫面再現無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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